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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闲语》为晚清实业治国代
表人物、李鸿章重要幕僚周馥所撰，
共两卷。据序中所言，此书是周馥为
解孙儿周叔弢之惑，“就书史所载，见
闻所及，引伸之以广其义，随笔记载”
而成，他寄厚望于子孙“好学深思，自
然知识日充，事理通贯，即能谨守数
语，终身不失，亦必受用良多”。该书
是周馥为教育子孙后代而撰写的散
文体家训，分别从读书、体道、崇儒、
处事、待人、治家、葆生、延师、婚娶、
卜葬、祖训、鬼神等十二个方面出发，
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建议，约束子孙的
行为。周馥之后，东至周氏家族一
直人才辈出，长盛不衰，《负暄闲语》
作为治家宝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存心公正，虑事详审

周馥在《负暄闲语》处事篇中，开
篇即引用《论语》《中庸》等圣贤之说，
道出了虑事周详审慎的重要性、全局
性和前瞻性。他说，要有为国为民的
责任观，有一颗没有偏私的公正之
心。干事，要先审此事于国有益否？
于民有益否？进一步还要考虑此事
能否持久，是否有弊端，是否有多方
掣肘，怎么防备？政策怎样才能真正
惠民？这些都要了然于心，要下狠功
夫做足功课。此外，做事还要防孟浪
之举，防万一之败，败时如何应对才
不致进退维谷、不易收拾等。李鸿章
评价周馥：“周某用心极细，虑事最
精，且廉正有魄力，非时人所及也。”
此言不虚。

光绪廿八年七月，周馥接任山东
巡抚，初上任的六个月中，五个月都
有河工的考察活动。“山东黄河，无岁
不决，或一岁数决”，周馥希望治理的
成效能维持得长久一些，所以各处漫
口都实地勘察。在《自著年谱》中，周
馥对利津薄庄漫口作了较详细的记
述：因前任抚臣“不谙治河之法，随湾
就曲立堤，水流不畅，尾闾更甚”，而
薄庄“正当其冲”。周馥认为只有对
下口河道徐图改直，才能使尾闾通
畅，杜绝隐患。遂花费三十万两为村
民择地迁居，移家建屋，后来河水大
涨，薄庄漫口成一片汪洋，所幸周馥
谋划筹备，民皆迁居，未伤一人。

在任山东巡抚期间，除了治理黄
河，周馥对山东段的运河治理也同样
卓有成效。他通过整顿运河吏治、调
整运河关税、堵筑修补漫口、完善残
破堤坝、试办运河工巡营等系列有效
的治理方法、措施，基本解决了运河
存在的问题，不仅使运河经济逐渐恢
复繁荣，也推动了周边区域经济的发
展。后人评价他“功德在民，尤以河
工为最巨”。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周馥

务实、审慎周全、事必躬亲的行事原
则有极大的关系。清帝赐予谥号“悫
慎”，“悫”的基本含义是诚实、恭谨、
谨慎，由此可窥其生前虑事详审之
风范。

惟义是视，勇往图之

周馥教育子孙：“一身行止，惟义
是视，从不趋利避害。当患难，可辞
而不辞；遇富贵，可就而不就，此心坦
如也。”“违义而荣，不如守义而困。”
周馥为何如此重义？细察周馥一生，
自少到老，未尝一日废书。他爱读什
么书目？李鸿章在周馥营帐中看到

“几上皆宋儒书”。《行状》中对此也有
记录：“笃持宋学，以朱子为归。”他
要求子孙亦是“总以专重修儒学为
主，不可邪趋旁骛”。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周馥重“义”。“义”是儒家
思想的重要范畴，朱熹指出：“义
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儒家之义
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可内化为人
的思想品质，成为个人修身的价值
取向，又会外化为人的实践行为，
具有现实操作性。

周馥将“义”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遇有益于国、于民之事，莫
不勇往图之，未尝一日偷安”。中日
甲午战争爆发后，周馥被令赴前敌
总理营务处。当值牙山兵败不久，
有朋友劝告他：此役必败无疑，你
去干什么？周答：“明知必败，而义
不可辞也。”随即奔赴前线，来往于
辽阳、营口、鸭绿江之间。周馥在
关外负责后勤保障，这本不是什么
好差使，前线若打了胜仗，功在将
士，若打了败仗，将领却好诿过于
后勤，后勤之人动辄得咎。期间，
李鸿章调他进关，他本就追随李鸿
章多年，应调顺势脱离困境，也算

明正言顺。但是当诸将领挽留他时，
他竟答应了，说：“军务一日未平，我
一日不离营。”周馥《自著年谱》中记
载，整个战事期间，他集军械、粮饷、
转运、采买于一身，艰困百折，掣肘万
分，但是自始至终不曾使军需缺乏。
所以战事虽败，没有将官将战败原
因推诿于周馥。

分寸合度，识量宽和

周馥主张“处事之方，随地随时
而变”，认为处事不能听从旁人的阿
谀怂恿而轻举妄动，不能循规守旧
如钝汉，不能墨守成规，而要顺应外
界的变化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积极
应变。

这种变通能力在周馥的四川布
政使任上有鲜明的体现。当时，义
和团运动在北方势头汹涌，朝廷也
向各地发出了支持义和团、打击教
民的朝旨。很多官员劝巡抚效仿外
省屠杀传教士，周馥坚决反对，他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巡抚对外
国人采取保护措施，使四川的外国
人保住了性命。在清廷的一再重压
之下，周馥对待传教士、教民问题
尚能够有独立、清醒的认知，实属
不易。之后不久，周馥调任直隶布
政使，处理外事同样有自己的原
则，他与盲目偏激的排外思想不
同，既不是一味地欺压外国人、教
民，也不是一味地讨好、卑躬屈
膝、出卖本国利益。他能客观地分
清是非，秉公处理，同时坚决维护
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因为他的坚
持，久之，外国人也都折服于他。

立志以坚，勤力有效

周馥在《负暄闲语》中强调“立
志”的坚定性以及勤奋的重要性。“大
凡今世聪明，遇事亦见得几分理路，
总是立志不坚，苟顾眼前。如为士、
为农、为工、为商，岂不知勤力有效？
初尚奋勇，旋即气馁中辍，以无恒
心故也。”《清史稿》记：北洋海防
的建设延续了二十年左右，周馥始
终处于决策的核心层，从这项建设
的开始到结束，兢兢业业，集中全
部精力于这项事业上，协助李鸿章
建成了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形成了
以北洋为重心的近畿防务体系。在
旅顺船坞建设工程中，从选定承包
人、参与施工指挥到工程完成验
收，周馥整整为之奋斗了五个春
秋。他不畏艰险，多次到旅顺、大
连湾、威海卫督察般坞和炮台工
程，“出入风涛险塞之区，坚台坞，
历水操，终岁奔驰，不遑启处，其
瘁为也甚矣”。以当时的科学技术水
平，要在荒岛上建一座军港，加之
周本人并不熟谙船坞工程建设，其
困难可想而知。但正是在这种艰难
条件下，周馥等人硬是凭着一腔热

忱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坚忍不拔的
毅力，将中国传统的河工经验和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机结合，一步
步向立下的目标靠近。1890 年秋
天，旅顺船坞工程得以竣工，规模
宏阔，实为中国坞之冠。虽然甲午
一战北洋海军溃败覆没，坚固的防
御工事也未能济事，但这不能归罪
于海军海防建设不力，而是由清朝
政治上的腐败所造成。北洋海军的
成军为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最
突出的成果。海防建设从无到有，
是中国近代史中求自强、御外侮的
洋务运动的一个高潮。周馥为此立
下了汗马功劳。

按律合礼，情礼兼到

周馥向子孙强调，行事要按律合
礼，还要领会情与礼之间的关系，追
求情礼兼到的道德境界，他言处事

“不外按律合礼、揆时度势，尤以顺
人情为主，不顺人情，虽合律礼，
不可为也。”意思是，处理事情不外
乎要守律法，合礼制，要审时度
势，尤其要顺乎人之常情。

据 《周悫慎公自著年谱》 记
载，同治三年甲子 （1864） 三月，
李鸿章带兵攻打常州，在青旸镇俘
虏千人后，对周馥说：“是皆阵前败
降者，闻各军所俘多杀之，尔为我
戮其半。”李鸿章的意思是其它各军
对降俘都是一杀了之，你替我杀掉
一半。这在李鸿章想来算是够仁慈
了，但是周馥想，这些人都是降
虏，怎么能全部杀掉呢？于是，他
连夜找来十几个理发匠，准备好热
水，对俘虏一一提审讯问后，只杀
掉了清军投降过去的和顽固的太平
军共三十余人，其余一千多太平
军，因披头散发当即理发留辫，归
于礼制，并“各给米一斗遣之”。
审讯完此处后，另外还有数百个俘
虏本也归周馥讯办，却被“某营官
尽杀无遗，幼童亦被戮”，周馥自述

“余痛恨之”。当时的清军对太平军
积怨已深，往往攻克一地，不分男
女老幼，尽行屠戮，在这样的社会
大背景之下，周馥却有自己的独立
判断，不是一味地唯唯诺诺遵从上
级命令，这与他尊崇先秦儒学和宋
明理学，并一直读书不辍、修身体
道是分不开的。

周馥之处事，除了上述所列，还
有诸如“处一己之事在让，处一家之
事在和、在俭，处国家之事在安而不
扰、在固民心顺民意”等，《负暄闲语》
中均有阐述。周馥以己示范，用阅尽
世事的智慧之言为后世子孙提供了
为人处事的“教科书”，其中蕴含的道
德理念、价值判断传承下来，自然就
形成了周氏家族优良的家风，历经
周氏代代传承、发扬，终成人才辈
出、书香数代绵延的望族，对今人亦
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负暄闲语》：周氏百年的治家宝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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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周氏，六代传奇


